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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芣
自己有心学，教师再给方

法，辅以鼓励等措施，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就会培养起来。

但有一部分学生，因为

家长的原因，主动性是很难

培养的。

比如我班有个学生，作业

是奶奶代做的。奶奶是退休小

学教师，辅导孩子怕麻烦，干脆

代做，劝了多次都没用。

澥幼陈丹丹
为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我们幼儿园现在倡导自主生

活、自主游戏和自主学习。我

们希望幼儿能够在用餐时形

成自主动手的习惯，能自主选

择学习材料，以单人或小组合

作的形式学习，自主商议安排

游戏的场景、情节和角色，最

终获得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

性发展。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坚

持，我们能够看到幼儿们的变

化。我想，如果幼儿园的孩子

能够在自主中成长，更何况小

学生和中学生。

自主学习需要研究和规

划，也需要教师的信任和放手。

励佳勤
自主难，难自主，其实不仅

是学生，教师亦如此，世上人、

事、物的发展本就是一个熵增

的过程。

年级成绩第一的小姑娘在

我们班，暑假里一打起游戏来

就是半天。这说明，一刻不停

地学习，大部分的人都是坚持

不了的。因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

那是不是不用去激发、去培养学习的自主性？

不，我们要做的、可以做的便是减慢熵增的速度。

比如，引导这个女生少打两小时游戏，将时间

用于学习，这便是迈开了自主性培养的一大步。

庄幼陈奕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有层次高低，教师心目中

的理想状态也有梯度高下，关键看评价主体和评

价心态。

低阶的自主性可能是主动完成一次作业；中阶

的自主性或许是在完成作业的基础上，主动温习课

本知识；高阶的自主性则是在完成以上任务后，主

动做好预习或延伸练习。

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学习自主性，教师首先

要看到学生的变化。眼里有光，才会看清更多的

美好。

哪怕是学困生，只要有所进步，比如利用课间

冥思做错的题目，教师就要灵活调低心目中的学生

学习的理想状态，认同这是学生从“要我订正”变

“我要订正”的内生动力的增强。

Why
学生缺乏自主性正是我当下遇到的教学大难

题，有的学生懒得思考，有的一遇到稍难的问题就产

生畏惧心理。这和家庭教育关系很大，尤其是在农

村学校和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家长对孩子无陪伴

也无要求，学生自然就有了不想学就不学的习惯。

和教师当然也有关系。如果教师能多花心思，

开展各种活动，激发学生兴趣，学生为了成就感或

奖励多多少少也会努力，就像《师匠之美》中一些小

策略的达成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很多时候教师会嫌麻烦、没耐心、不持久、缺

创意，学生要形成学习主动性就免谈了。

顺
让学生经历学习过程，掌握一定的方法，有利

于学生今后的学习与发展。但是，教师们之间需要

有较好地衔接。这个过程因为学生个体的不同，水

平参差不齐，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劳而无功。

教师们需要承受学校短期考核，不能拖后腿，

所以很多时候不敢尝试。所以，只要给予教师充

分的教学自主权，何愁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无法

提升？

花架子

主要障碍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游戏、电视

剧等太诱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的积极引导，学

生的学习自主性会越来越强。

此话题可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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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家校联系本

□桐乡市北港教育集团振西小学
盛晓丽

开学前一天，我邀请几个学生来校

帮忙分课本时，收到小Q妈妈的一条短

信：“老师，下午小Q也来吧，那个本子我

们也拿过来，太重了，孩子拿不动。”

“什么本子？”我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

“家校联系本。”

我有点明白了，又有热心家长默默

为班级作贡献了。

午饭过后，我来到门卫室，只见小Q

母女各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盒子。

盒子里是摆放整齐的家校联系本。

精心设计的封面、精美的图案，上面写着

“振西小学405班家校联系本”，下面是

一行小字“小天才出版社2022年1月”。

我小心地翻开，先是“课程表”，还有

“提醒事项”：周一要穿校服，戴好红领

巾；雨天记得拿伞；体育课要穿运动鞋。

看着就让人心暖，这些都是我们平

时容易忽略之处。

从第二页开始是主要内容，包括“阅

读记录”和“作业登记”两项。“阅读记录”

有“日期、作者、书名、阅读时长、学到的

好词、精彩的语段、读后感”等项目；“作

业登记”按星期分别记录语数英科4门

学科的作业。

小Q妈妈告诉我，她在群里经常看

到有家长问作业内容，就萌发了自己

设计制作一本家校联系本的设想，提

议作为小 Q 所在的假日小队的寒假实

践活动。

寒假第一天，几个学生就聚在一起

策划这个活动，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七

手八脚地分工合作。他们在本子上画了

班徽、灯笼、老虎、爱心、篮球少年等图

案，还选登了集体活动中大家笑得最灿

烂的一张照片。

小吴和小徐参阅自己购买的摘抄

本，并结合平时学习的实际需求进行内

页设计。

看着倾注自己心血的家校联系本，

成功的喜悦从学生嘴角荡漾开来，“小天

才出版社”的名字便诞生了。

看着学生

们一张张纯真

的笑脸，我的

内心忽然对陶

行知先生所说

的“儿童的创

造力”有了强

烈的感触。

□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雪野的又一本童话绘本出版了，书名

叫《一百岁的蚂蚁》。这是他的“熊爸熊妈

和熊娃”系列的第4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封面上写着“一分钟学会讲故事”。

孩子讲完书里的一个故事，不需

要超过一分钟。因为，每一个故事都

只有百来个字，十几个故事汇成这薄

薄的一册。

雪野在前言中为读者介绍“微童

话怎么写”：“微童话应该如诗，结构

小，张力大。张力的产生，首先依赖凝

练的语言，微童话的主体读者是小学

低段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所以在语

言上追求浅语。”

可是，童话还可以写得更短，这就是

儿童写的童话。

记者在“童诗巷子”看到墙上展示的

一些文字，像段子、像俳句，或者可能只

是儿童突发奇想的涂鸦。比如这首《树》

（彭泽博，8岁）：“家门口的树整天站着，

他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躺下？树每天一

边站着，一边这么想着。”

记者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甘肃、四

川、山西都有名叫“雪野”的诗人，而只有

浙江宁海的这位“雪野”写童话诗，也只

有这个“雪野”是诗人的本名。“雪”是非

常罕见也非常有诗意的姓氏，招来那么

多诗人“碰瓷”也怨不得。

雪野告诉记者，曾经有出版社把样

书和稿费错发给别的雪野。雪野打电话

去理论，对方很“赖皮”地说：“稿费我已

经买酒喝了，样书寄还给你。”

雪野呵呵一笑，竟不以为怪，他就是

这么个率性的人。

2018年6月，以童诗教学和写作享

誉全国的雪野，回到家乡宁海县力洋镇

力洋古村。

出走半生的他，再也不走了。

他整修了一间乾隆年间的四合院，

成立“童诗研究中心”，在门口立起了他

绘本里的熊爸和熊娃的雕塑，欢迎远道

而来的诗友、学者、媒体、师生。

之前，组织过10届中国童诗年会的

雪野，2019年第一次把全国性大赛张罗

进这个千年古村——“盖苍山杯”全国校

园童诗大赛。

在宁海东部的最高峰盖苍山顶，雪

野看到一个孩子伸开双臂想抱住风。孩

子感到风是有体格、有力量的。雪野说：

“孩子的身体和皮肤能够像雷达一样接

收自然界的信息。有人可能会担心，孩

子学诗会变得过于敏感和脆弱。可越是

敏感的孩子，难道不是越能体会父母的

辛劳和慈爱？”

驻村3年多来，他一遍遍不厌其烦

地向来访的客人讲解：诗为什么是美

的？儿童为什么要学诗？

他的自述从1988年开始，沿着走遍

全国的足迹，他称自己这辈子做的这件

事为“诗教”。

童诗的特征被他概括为：稚拙的情

感、奇异的想象、清浅的字词。

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学校通过“做童

诗”做成了全省第一、全国知名；一些教

师也因为“做童诗”，很快成为名师。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太多的人只是

把童诗当成踏脚板，一直坚守初心的屈

指可数。

于是，他回望家乡，目光投向这片生

他养他的土地。

春雨绵绵的一个午后，罗美晨带着

几个学生，到雪野工作室上拓展课。作

为力洋镇中心小学的语文教师，“近水楼

台先得月”，更容易得到雪野的真传。

她说自己小时候就喜欢读诗，大学

读的是对外汉语专业，读了大量的英文

诗歌。雪野老师常驻力洋村之后，她经

常带学生来求教，多年潜藏的对童诗的

热情被激发出来。

副校长周丹琼、教导主任黄建飞等

学校领导非常支持，短短的一两年时间，

学校开发了童诗校本课程，获得县级课

题一等奖，今年5月将升级为地方课程。

学校设置了早读课、广播、公众号、

语文课前听读、周五读诗活动等与童诗

相关的载体，力洋村一条几百米长巷两

边的墙上展示着学生的诗作。

罗美晨感受到学生学诗前后的变

化：不仅作文不再干巴巴，文字表达更加

灵动，而且在数学学科学习中也有了发

散性思维，其他学科的活动也到诗社来

“抢人”，这是她之前没有料到的。

访谈还没结束，学生们的诗作已渐

成型。雪野起身，慢慢踱步，绕到学生们

的身后，不时给予点评和启发。

雪野对诗歌的要求是：既要有奇思

妙想，“想别人想不到的，想别人不敢想

的”，但也不能脱离现实，漂浮无根，因为

“诗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

罗美晨分析，学生在写诗过程中遇

到的困境就是这两者：一是无法打开想

象，贫乏无味，雷同撞车；二是想象不能

与生活联系，可能是生活素材积累不够。

诗是什么？什么样的诗是好诗？诗

性的课堂怎样构建？每一位来到力洋村

的童诗教育者，来的时候会带来一堆的

疑问，走的时候又会带走一堆的思考。

□德清县新安镇勾里中心学校
沈 盛

在我还是新教师参加入职培训

时，一位前辈给过我两条建议：一是

多跟专家名师说“谢谢”；二是千万

别当着学生的面笑，千万别和学生

成为朋友。

时至今日，我想，这两条我都没

有原封不动地做到。

一、不只向前辈说谢谢
我的喉咙一直不好，最近有些

严重起来，医生建议我吃中药。虽

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但中药的苦真

让人难以下咽。

奇怪的是，我上课的时候出奇

地安静，偶尔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

生，忍不住发出点声音，都会招致其

他学生的怒视。

我感到很纳闷，追问之下才知

道原来是学生们知道我喉咙不好，

个个都保持着安静，让我讲课不那

么费力。

我突然想到，“谢谢”这两个字，

也应该送给与我朝夕相处的学生。

我爱人也是一名教师，特别会“使

唤”人，因此我在家经常干些苦力、跑

腿的事儿。可仔细想想，在学校我不

也是经常让学生干这个、干那个吗？

学生有没有埋怨呢？没有。相

反，他们总是非常乐意帮忙。

这一刻，我感到无比羞愧。这

一刻，我下定决心，在今后的日子

里，多跟学生说一声“谢谢”。

在成长的道路上，有前辈师傅

们指点，我们要感谢；但同时在教书

的道路上，每个教师都离不开课堂，

离不开学生。所以，我们也要感谢

学生。

二、和学生成朋友又何妨
“千万别和学生成为朋友”听起

来似乎很无情。但说真的，小学生

生长发育还不成熟，比如上课做小

动作就很常见，很多学生见教师“好

说话”就会得寸进尺。

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是一样，

比如有一句很有名的告诫：“无论

如何，请不要对学生微笑。除了

圣诞节。”

当我们踏入教室，面对学生，呈

现一脸怒容，也许会带来片刻安静，

但在这安静之下，是学生们脆弱与

戒备的心。

刚入职的新教师，虽说没有几

分威严镇不住学生，但教师的威严

与关怀并不矛盾。教师一句温暖的

问候、一个肯定的眼神，甚至只是一

个低头俯身的动作，都会给学生留

下深刻的印象。

前几年，我教过一个从云南转

来的学生，人高马大，爱惹是生非，

一副“猛张飞”模样，经常让我头痛

不已。

不过，出于一贯风格，我对他

没有严厉斥责，而是流露出对他的

信任。

半个学期之后，“猛张飞”的状

况慢慢改观。

如今他早已回云南老家，每年都

会打来电话，很有心地问候我近况。

如今想来，如果当初我跟他“硬

碰硬”的话，那一定是互相结仇，两

败俱伤。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教师有严

肃、认真的一面，也应该有温暖的

一面。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只是教

与被教、管与被管、听与被听，从学

生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世

界、他们的想法，从而丰富我们的

教学。

这不是前辈一两句话可以教会

的，需要我们用时间去经历，用心去

感悟。

所以，对学生说一声“谢谢”，因

为学生也教会我们很多；更多的时

候，教师应该微笑着面对学生，因为

教室本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地方。

出发，回归，童诗教学步履不停

我终于没有遵守前辈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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